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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设计元素课程教学改革的
传承创新研究

李貌

四川旅游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设计教育亟需在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同时，强化本土文化传

承与创新。本文以环境设计专业基础课《设计元素》为例，探讨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课程教

学，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与设计创新能力。研究首先分析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在设计教育

中的意义，进而提出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在内容呈现上，从形态、色彩、空间三个维度解析传统

元素的现代转译方法；在实施策略上，结合模块化教学、数字化技术、校企合作等途径，构建“文

化认知——元素解构——创新应用”的教学体系。实践表明，该模式能有效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与设计表达能力，并为设计教育的本土化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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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当数字文明冲破

地理疆界的今日，设计教育正站在文化交融的

十字路口。在环境设计领域，设计教育在吸收

国际先进理念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本土

文化特色的挑战。环境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学

科，其专业基础课《设计元素》在培养学生的

造型能力、审美素养和创新思维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然而，当前的教学模式多侧重于西方设

计理论的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较为薄

弱。过度侧重西方设计范式而忽视了中国传统

美学的系统性融入，致使学生的创作往往流于

形式模仿。缺乏文化底蕴与东方设计语境的独

特表达，导致学生的设计作品缺乏文化深度和

民族特色。

将传统文化精髓有机融入《设计元素》课

程体系，本质上是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知

识体系的过程中，重构具有东方哲学内核的审

美认知框架。这种文化自觉的教学转向，既能

唤醒学生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深层认知，又能增

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还能拓展设计思维，提

升创新设计的可持续性。这种融合教学策略既

可丰富设计语言的表现维度，又能为可持续创

新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最终培养出既具国际

视野又深谙东方智慧的新一代设计人才。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文化传承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

明发展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智

慧、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儒家“仁义礼智信”

的伦理体系、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佛家“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共同构成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这些思想精髓通过建筑、

器物、书画等物质载体得以具象化呈现，使载

体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蕴含着先民的宇宙观

和审美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加强对传统文

化的认识，培养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

能够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感，让汉字书法、水

墨意境、戏曲脸谱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素，

成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从而建立文化自信，

在多元文化交融中保持文化主体性
[1]
。

（二）美学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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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了独特的审美体系，包

括“意境”“气韵”“神似”等独特的美学范

畴。传统绘画的“六法论”、书法的“永字八

法”、园林的“借景”法则等，都蕴含着系统

的美学原理。这些知识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

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

的视觉语言资源。如传统色彩体系中的“五色

观”（青、赤、黄、白、黑）、传统图案中的

“方胜纹”“盘长纹”等纹样、传统建筑中的

空间组织法则等，都是现代设计可以借鉴的形

式语言。这些元素经过现代转译，能够赋予设

计作品独特的东方韵味。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

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等思维方式，对设计

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如传统文化中的“天

人合一”、“虚实相生”等理念，能够培养学

生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形式美感
[2]
。《考工记》

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

物思想，强调设计与自然、材料的和谐统一，

这种系统性思维对当代可持续设计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三）创新驱动价值

传统文化元素是设计创新的重要源泉。敦

煌壁画的色彩搭配、青铜器的造型语言、少数

民族的服饰纹样等，都可以成为现代设计的创

意起点。通过解构重组、材质转换、语境重置

等手法，传统元素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在全

球化设计语境中，传统文化元素能够赋予作品

独特的辨识度。近年来兴起的“新中式”设计

风格，正是通过对传统元素的现代诠释，形成

了区别于西方设计的独特语言。这种差异化优

势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价值。传统文化与设

计创新的结合，能够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3]
。

二、设计元素课程教学中进行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要性

（一）弥补现有课程的文化缺失

当前《设计元素》课程体系过度偏重西方

现代设计范式，其知识架构呈现出显著的文化

倾斜性：包豪斯的几何构成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国际主义风格的经典案例成为主要研习对象，

而中国传统造型体系中的“屋漏痕”书法笔势、

“移步换景”园林营造法则等本土设计智慧却

长期处于教学边缘，导致学生的设计思维单一

化。这种文化认知的单向度传导导致学生设计

思维呈现"现代性遮蔽传统性"的失衡状态，具

体表现为空间构成机械化、视觉语言趋同化、

文化辨识度弱化等教学症候。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设计元素课程教学能够填补现有课

程在东方美学体系、传统造物智慧等方面的缺

失。

（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创新意识

设计师需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能让设

计作品更富有内涵深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融入能增强学生对文化符号的解读能力。例如，

通过对传统纹样的象征意义，比如龙纹象征皇

权、莲花象征高洁，学生在设计时可以更准确

地运用文化元素进行表达。中国传统美学中的

“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等理念，可以突破

西方构成理论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创意

思路。中国传统审美中的“神韵”、“意境”

等是非常高级的审美范畴，可以能够帮助学生

超越西方形式层面的评判，建立更深层次的审

美标准，提升审美判断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建

立文化自觉，掌握本土设计语言，在现代设计

中灵活运用，从而有效盲目模仿西方风格造成

设计语言的同质化，并且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

文化主体性
[4]
。

（三）适应行业发展需求，提升就业竞争

力

近年来，国潮设计、新中式风格的兴起，

设计产业正经历着传统文化价值的重塑与焕

新,使市场对具备传统文化素养的设计人才需

求激增。据权威机构调研显示，具备深厚传统

文化素养的复合型设计人才需求呈现井喷式

增长，相关岗位薪资溢价率已达行业均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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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传统文化元素为设计创新提供了独特切入

点,在此背景下，将东方美学基因融入现代设

计语言的能力，已然成为设计师的核心竞争力。

三、传统文化在设计元素课程中的内

容呈现

（一）形态元素的传统智慧

梳理传统形态的美学法则和构成规律。中

国传统造型艺术蕴含着丰富的设计智慧，从青

铜器纹样的对称布局到建筑构件的模数系统，

从书法线条的韵律美感到园林景致的虚实相

生，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现代设计的基础语汇。

教学中可以几何形态体系和有机形态谱系中

融入中国优秀传文化中的造型语言。深入解析

传统造型语言几何形态体系如传统图案、建筑

构件的构成法则、比例系统。有机形态谱系如

梅兰竹菊等自然意象纹样的抽象化处理、祥瑞

动物的形态演变与象征系统、汉字造型与笔画

韵律等等
[5]
。通过对这些传统造型语言的拆解

和重组，帮助学生建立传统造型的现代转译能

力。

（二）色彩体系的民族特性

在色彩模块的教学中，突破简单的色卡复

制，深入理解传统色彩的文化内涵和使用逻辑。

中国传统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不

仅是一套视觉标准，更承载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和礼制规范。在教学中，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色彩的文化解码，如黄色在历代的象征

意义变迁；其次是色彩的提取技术，运用现代

色彩分析工具对古画、建筑彩画等进行科学采

样；最后是色彩的创新应用，将传统色彩与现

代材质、照明技术相结合。特别要重视对敦煌

壁画、明清瓷器等典型样本的色彩研究，这些

样本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色彩感知方式和搭

配智慧。

四、传统文化在设计元素课程教学中

的实施策略

（一）课程体系优化

针对大一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与特点，可

采用“认知-理解-应用”三阶段递进式教学策

略。在课程初期，通过多媒体展示、实物观摩

等方式建立直观认知，如组织学生参观传统建

筑元素，让学生在触觉感知中辨识青砖黛瓦的

肌理差异，分析其形态特征；中期设置专题研

习模块，搭建“纹样数据库”，将传统纹样分

解为基本形态单元。通过参数化设计工具进行

纹样变异实验，揭示“二方连续—四方连续”

的构成法则如“传统纹样的构成法则”、“园

林空间的组织逻辑”等，通过临摹、拆解等训

练深化理解；后期开展创意转化练习，如将传

统窗棂图案转化为现代平面构成，将瓦当图案

转化为动态视觉标识，或用水墨意境表现空间

层次，实现应用创新与创造性转化。

通过认知层的情感共鸣、理解层的逻辑解

构、应用层的创新输出，形成螺旋上升的学习

进阶。在课程评价维度引入"文化辨识度""技

术适配性""商业转化力"三维指标，构建传统

文化创新人才培养的量化评估模型

（二）教学方法创新

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首先是注重互动性

和体验感。可以引入数字化教学工具增加趣味

性，比如利用传统色彩搭配的互动小程序，让

学生在游戏中掌握配色规律；青铜器纹样拼贴

练习，通过预制模板和简化步骤，让大一学生

在不接触复杂工艺的情况下理解传统纹样的

组织法则。对于复杂的项目可拆解为微训练单

元，既保证教学目标的达成，又不给学生造成

过大压力。

在实训中，采用项目驱动式学习，如以“二

十四节气”为主题，完成从元素提取到空间设

计的全流程训练。数字化技术辅助，利用 3D

扫描重建古建筑构件，或通过 AI 生成传统纹

样的现代变体。

（三）校企合作与成果转化

校企合作在教育与产业融合中扮演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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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角色，而建立一套循序渐进的校企协同育人

机制，则是推动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的重要举

措。以下是分阶段打造的协同育人模式，旨在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学习与成长

机会。

初级阶段：我们聚焦于案例教学的体系化

建设。通过建立真实项目案例库，积极开展

“企业案例进课堂”活动，为学生打开通往实

际项目的窗口。我们精心挑选行业头部企业近

几年的经典真实项目案例，这些案例犹如鲜活

的教材，蕴含着行业前沿的技术与创新理念。

我们将这些案例进行细致拆解，转化为易于学

生理解的教学单元。以产品开发为例，将系列

产品的开发过程解构为纹样提取、色彩转化、

现代应用三个教学模块。每个模块不仅有系统

的知识讲解，还配套设计师的创作手记和修改

方案,让学生能够深入了解设计师的思考过程

和决策逻辑，为他们的设计学习提供了丰富的

养分。

中期阶段：引入企业导师工作坊，对接真

实市场需求。随着学生知识储备的逐渐积累，

中期阶段引入企业导师工作坊制度，为学生提

供与行业专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邀请行

业内资深专家走进校园，带来真实的客户需求，

让学生直面市场的真实挑战。在工作坊中，企

业导师以实战为导向，指导学生完成简化版的

设计训练。这种贴近实际工作场景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锻炼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与企业导师的互动交

流，也让学生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

势，拓宽了他们的视野。

后期阶段：举办联合作业展评，实现成果

转化与人才储备。我们举办校企联合作业展评

活动，这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一次全面检

验，更是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在展评中，我们设立了“最具商业价值

奖”“最佳文化传承奖”等专项奖项，激励学

生在设计中追求创新与价值。这不仅为学生的

未来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让企业能够

提前发现和培养潜在的优秀人才。

五、结语

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设计元素》课程，

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设计教育创新的

必然选择。通过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强化实践应用，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设

计创新能力，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独特的

设计语言。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与

数字技术、可持续设计的结合路径，推动设计

教育向更具本土特色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平、万长林.“艺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艺术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以湖

南理工学院为例[J].湖南包装,2021,(04):144-146.

[2]黄勇.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J].时尚设计与工程.2022,(01):27-30.

[3]王小妍.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研究——以包装图案设计为例[J].绿色包

装.2024,(05):49-52

[4]董洁、罗中艳.越剧文化元素融入项目式教学改革研究——以《印花设计》课程为例[J].艺术

研究.2024,(06):122-124.

[5]魏依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上海包装.2024,(06):86-88.

作者简介：李貌（1980—），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GsHM059TocQFZb7Ojnvr4Gi1vcjWnYTmPnrfAzLixPX5v_4WcwqXpqK54RnI5VaICnvc4omG-pLBitDp3OOGdgLtVb09BOyylTjWqPefdpc=&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GsHM059TocQFZb7Ojnvr4Gi1vcjWnYTmRxtX-wUJcATkV3kgA28e5asQ3oZHPf0m4L3kfsIvhaZaGd5qWk86AnGlVz2sVkh77MAXbdEh8DK7ayA3Az3rT8zA0KdxK-DK&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KiEFAutMd6dbNYy4Jm5BxPIRtCijnIx-kSDvS6y3rXbMpBYaZDkEgOO1W6m8KB18E0x1f6IxuIfrhHPpKnige-gXIEYC32zgieuwe6zD24udVbAMvjq4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ot-lckqNHRw7rIPWIBkOLt0C4S4BJUntYoWwH1Y00pnKS0d1H5I6gi0IwLMaeNrtInmB8la9PCdoyiehxGN8YoQHMANGyVtY_AJ3Y9tthXI=&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ot-lckqNHRw7rIPWIBkOLt0C4S4BJUntigKa0qT68TbD8XidwOX5XSjs9tabpJQi_K4bwGN0DdHNWiXO_Ixi2-txMlJMCpAfPgbOLMqjWiYPnZKtCq_VXBpjTFpqeCe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KiEFAutMd4LcZRK0DydH_hcGcZ7SAZW3b8px6YgC_Dp2hMKZcoHax9CWxFbaxjdCJ5y4oKhoAg_Gtd7FjgNjfTUYFzFcCVPWsOFgWEL8XfuOH0DdoiUI1X5hi2FlTgd&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KiEFAutMd7NqeeThfnsKqpJwmyBNy5aJx2-2kpABym6-fM9_MBKdtHxd7S8vgO5sTLEDkLFbIqmrRec3N4bfDUVnoNZdtRWllrKES-RPgyjkPNil-X6i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KiEFAutMd7NqeeThfnsKqpJwmyBNy5abVNoyT0450PutjwBFjPzP_2zWeTtdPWGYugSi-Qb4eHSgO_aAfu5L6b4p9ra2LXFQYmwYDh_F7xxFkxK5Tlax3deLpeo7qVm&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ot-lckqNHRzVBP7ZnqW9iDdZjf3Lap5qPUVuACkx8y8C0sVqBnRlJr9GF7Eu5cbf38klGKbxWmfU3LaQQ2QFZHdF6ucisnvvR7T0UoOoogU=&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ot-lckqNHRzVBP7ZnqW9iDdZjf3Lap5qPUVuACkx8y8C0sVqBnRlJr9GF7Eu5cbf38klGKbxWmfU3LaQQ2QFZHdF6ucisnvvR7T0UoOoog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KiEFAutMd4OV9MXI_3bELmhIsJ4XsdM2P_87qTxlVdyGVti6zxzBUQZ7540ujh5iVaAEY2jitv_MxpPI_bIqlR0giZWUHhu2P8JGLWff2XKjsKG0qpoAQe5PoCbXmVU&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ot-lckqNHRwB8sMdTl6pGL5bv4lstqFBypi_4pznBefX_zDcBsX0u5ClFCPK019yiRO_VmnhlvEeT2RMqiuIb7C-843NrTlV4oT--cPv0Bg=&uniplatform=NZKPT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文化传承价值
	（二）美学教育价值
	（三）创新驱动价值

	二、设计元素课程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一）弥补现有课程的文化缺失
	（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创新意识
	（三）适应行业发展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

	三、传统文化在设计元素课程中的内容呈现
	（一）形态元素的传统智慧
	（二）色彩体系的民族特性

	四、传统文化在设计元素课程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一）课程体系优化
	（二）教学方法创新
	（三）校企合作与成果转化

	五、结语

